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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预设和生成的误读：生成就好，预设就不好

1．简单化地理解预设和生成的不同特征

什么是课堂教学的预设？简单说就是有计划有准备地教学。什么是课堂教学

的生成？就是课堂教学中出现的计划之外的教学情景。就本体而言，它们应该无

所谓好和不好。作为不同的教学理念和教学形态，它们有着各自的存在价值和现

实意义。可是，很多老师对生成教学和预设教学的特征及其关系有着种种误读。

有些老师认为“生成教学”就是气氛热烈，就是学生发言踊跃，就是师生不

停地问答。这样的理解是非常表面化的。其实，气氛热烈的课堂未必就是生成教

学。有些课堂看起来实现了师生互动，看起来是师生在进行“对话”，实际上是

教师在用提问的方式诱导学生回答既定的答案，直至学生的回答和教师的设想吻

合为止。学生的主体性是虚假的表面的，常常是为讨论而讨论，为活动而活动，

甚至是脱离语文的讨论，是脱离了语文的活动，是脱离了语文的生成。有的只是

表面的生成或是徒有生成的形式，却无生成的实质和内涵。学生的主动参与和积

极思考，的确是生成教学的特征之一，但我们不可反过来推论，即只要学生主动

参与和积极思考就是生成教学。



有的老师认为预设就是传统的教学，生成就是创新的教学。不错，传统的教

学的确以预设教学为主，而生成理论是从国外引入的一种教学理论。但并不是说

预设教学就没有创新。预设教学也有多种不同的境界，高境界的预设教学也是一

种创新。

有的老师认为预设就是找答案的教学，生成就是没有答案的教学。我们必须

承认，目前的预设性教学问题是很严重的；我们也必须承认，现在有很多课堂教

学就是在找答案，而且这些答案都是预设的。而生成教学追求的是教学过程，并

不以找到答案为教学的目的。但绝不能因此就说预设就必然是找答案的教学，生

成就是没有答案的教学。成功的预设并不是为了寻找答案，成功的生成也并不排

斥答案的出现。

那么，和预设教学相比，生成教学有哪些不同的特征呢？一是发现。生成教

学都是对教学资源、教学形式、学习活动以及学习结论的新的发现。二是现场。

即生成教学的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和学习活动，常常是在教学现场形成的。三是

意外。预设教学的内容、形式和学习活动的结果，总体都是计划之中的，而生成

教学则主要是预设之外和计划之外的。四是开放。即生成教学必然对学习过程和

学习结果有所突破。有生成必有突破，有突破才是生成。

2.将生成教学和预设教学简单对立

两极对立，是我们思维中经常出现的错误。提倡一个就必须打倒一个，主张

一个就必须否定一个。于是生成是好的，预设就是不好的。事实上，课堂教学不

可能只有生成而没有预设，甚至不可能出现无预设的生成。但我们还是遗憾地看

到很多老师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极端的。他们夸大了生成的地位和价值，否定

了预设的意义。

毫无疑问，成功的教学必须要追求课堂教学的生成。按部就班，拘泥既定教

案的教学，是毫无生机的课堂；寻找唯一答案的教学，照搬参考书的教学，更是

僵死的课堂。要追求课堂教学的生成，就要能够发现课堂中有价值的意外情景，

更要能够充分发挥它们的教学价值。而更为重要的是，要能创造激发生成的教学

情景，要能够激活学生的思维，激发学生参与的热情，要能够充分尊重学生的学

习成果，发现学生学习成果的价值，把学生不断引入新的学习空间和知识空间。

但科学的预设是课堂成功的基本保证。就实际情况而言，我们上课都要备课。



所谓备课，其实就是预设：预设教学目标，预设教学内容，预设教学过程，预设

教学活动，甚至预设教学效果。有些老师，由于教学经验的丰富，教学功底的扎

实，学识的丰厚，学情的稔熟，教材理解的透彻，不需要备课就可以上课，而且

可以上得很好。这似乎没有预设，其实也是有预设的，只是一种高级形式的预设。

3.简单化地评价预设教学和生成教学的效果

在有些老师看来，只要是成功的课堂就是生成教学，只要不成功的就是没有

生成；反之，只要有了生成就一定是成功的课堂。这样的认识显然也是不正确的。

事实上，精彩不是只属于生成，生成了也未必精彩。一位老师教学韩愈的《师

说》，当教师讲解到“古之学者必有师。人非生而知之者, 孰能无惑? 惑而不从

师, 其为惑也, 终不解矣”时, 一位学生站起来指出:“我认为他的这个观点不

正确。”这位同学还列举苏秦等人加以证明，有些同学也马上跟着附和，也有同

学不同意这样的看法。这位教师并没有打断和阻止学生的思路，而是组织了两种

不同观点的辩论，双方围绕着教学中师生之间的关系和地位以及社会背景、教育

环境、人才培养的目标、模式、评价的标准对教学中师生关系的影响等方面进行

了激烈的讨论。最后, 教师肯定了同学们能够主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的勇气和

能力, 要求同学们课后查阅资料进行再思考，写一篇小论文。不能不说，这的确

是一个典型的生成教学的课堂，但这是一个并不成功的生成。因为辩论双方都没

有好好读课文，都误读了韩愈的观点，都没有吃透韩愈的“师”是什么样的内涵，

也没有弄懂课文中的“学者”的意思。可以说，这场辩论和韩愈无关，也与 《师

说》 无关。应该说，这个案例具备了生成教学“发现、现场、意外、突破”等

主要特征，但又确确实实不是一个成功的生成。

二、预设和生成的辩证：指向预设的生成和指向生成的预设

预设和生成的关系是对立的，又是辩证的。那么，应该怎样理解和处理预设

教学和生成教学之间的关系呢？我们认为：预设要指向生成，生成要指向预设。

1．预设目标但不要追求达成

语文课堂教学到底要不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呢？我们的态度非常明确：语文

课堂教学不能没有目标。没有目标的课堂教学，“像雾像雨又像风”，只能是“跟

着感觉走”。事实上我们也经常听到这样的语文课：一是让人看不出是什么课，

二是不知道教师到底要干什么，三是不知道学生能够得到什么。



有老师会说：那是不是提倡“目标教学”的模式呢？我们说也不是。所谓目

标教学模式的基本思路是：出示目标（简称“示标”）—达成目标（简称“达标”）

—检测目标（简称“检标”）—强化目标（简称“补标”）。即教学开始就由教

师明确提出本节课教学要达到的几个目标，或者和同学一起讨论确定学习的目

标，然后针对教学目标逐条开展教学活动，再通过口头问答或书面试卷等方式检

测目标的达成情况，最后针对薄弱的环节进行强化。现在还有人或全部或部分地

运用这种模式。看上去这是一个十分科学的语文课堂教学结构，其实，无论从学

理上还是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语文的素养和语文的能力都不可能分为一个个

目标点，即使可以分解为一个个点，组装起来也不再是我们要培养的语文素养和

语文能力；更重要的是，除了知识性目标，除了结论性目标，语文素养或能力的

任意一个目标点也不是一节课或几节课就能“达标”的，比如整体感知文本内容，

比如抓住关键句理解文义，比如抓住特点写景。教学朱自清的《背影》，教学苏

轼的《记承天寺夜游》，作者的思想感情绝不是一两节课所能理解的，即使教学

王安石《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

月何时照我还”这样一首看似简单的诗，其思想内涵的理解也不是能在一节课达

成的。所以，我们不主张目标教学模式，但我们主张语文课堂教学还是要有目标；

我们主张语文课堂教学要有目标，但又不主张课堂教学刻意追求按计划地实现目

标的当堂达成。

而从生成和预设的关系看，强调了预设目标的达成，就必然会丧失生成的教

学空间。很多老师的课堂之所以没有生成，之所以不敢生成，之所以不能及时发

现生成的资源，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紧紧盯着目标的达成，不敢越计划一步，

也不敢放松片刻。高度的计划性和高度紧张感，纵然有很好的生成契机，也会视

而不见。而且必须强调的是，教师紧紧盯着的都是那些“死目标”的达成，一般

都是结论性的目标，都是知识性的目标。为了这些目标的达成，放弃了能力性的

目标、放弃了过程性的目标，放弃了素养性的目标，于是生成就从这些课堂中消

失了。最典型的是文言文的教学，很多老师教学文言文，其目标就是努力做到所

谓“字字落实的翻译”（其实是做不到的），于是鲜活丰富的生成资源视而不见

了，只剩下老师报译文学生抄译文。

2．预设内容要拓展生成的空间



从某种意义上说，课堂教学的生成主要是教学内容的生成。为什么有些老师

的课堂教学没有生成的空间呢？因为他们对教学内容的理解是逼仄的。而能否从

文本中发现和拓展教学内容的空间是教学生成的关键之一。

《我们家的男子汉》是苏教版初中语文教科书新课程改革以后选入的一篇课

文。不少老师认为它不是经典，课文比较简单，缺少有价值的教学内容，就淡化

处理，甚至有的老师根本就不教。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哪一篇文本会没

有教学资源，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它的教学价值。

教学中，我抓住“男子汉精神”的理解、小标题的结构特点以及语言的品味、

语句的揣摩等三方面内容上了一节内容饱满、多处生成的课。对男子汉精神的解

读，我不是只告诉学生作者赞赏的是什么样的“男子汉精神”；而是通过归纳“我

们家的男子汉”身上的主要品质，讨论作者最肯定的是什么样的男子汉精神，再

用文中的话或用自己的话（最好是一个比喻）描述心目中的男子汉精神，最后全

班根据课文内容合作完成小诗《小小男子汉宣言》。通过多层次、多种形式的学

习活动，从形式到内容都体现了生成的特点。对小标题的处理，也不是单单分析

它在文章中的作用；而是先讨论小标题的一般作用，然后找一找本文是否有小标

题和有关部分内容不相符合，再引导学生用文中人物语言置换原来的小标题，最

后比较两种小标题的不同效果。充分开发了文本的教学资源和学习空间，也体现

生成教学的价值。这样教学的过程，既是线性的，又是多维的；既是平面的，又

是立体的；既是精心预设的，又是动态生成的。这篇课文的教学说明一个道理：

一篇看似平常的“没有东西可教的”课文可以开发出丰富的教学资源，或者说更

利于我们开展生成教学。

3．预设活动要能够激活生成主体

课堂教学的过程，是由一个个教学活动组成的。能否设计成功的教学活动，

是教学生成的关键。而成功的教学设计首先是要能激活学生的生成欲望。很多预

设教学之所以显得沉闷呆板，没有活力，就是以寻找某个结论或证明某个结论为

目的，而不是以激活学生的学习参与为目的。比如教学鲁迅先生的《孔乙己》，

毫无疑问，孔乙己形象的认识和形象意义的理解是很重要的教学内容。但我们往

往就是将大家所熟知的诸如“自命清高”“好喝懒做”等标签贴到他的身上去，

然后再概括出科举制度害人、社会冷漠等主题。这样的教学是容易的，但这样的



教学是“死”的。我教学《孔乙己》的主要活动是：首先让同学交流阅读之后印

象深刻的“人物碎片”，可以将孔乙己和“我”本人比较，感知“再现”孔乙己

的基本形象；二是结合具体片段回顾作者主要从哪些方面描写孔乙己；三是聚焦

手的描写，看课文写了多少次手，从哪几方面写手；四是学生说说自己认为哪一

处手的描写最能表现出人物性格，哪些描写联系起来看更能看出人物命运，大家

一起从多角度品读用手“走”的描写，从中读出人物性格、人物命运和人物的内

心世界；五是每人选一处可以写手的地方写一次孔乙己的手，再全班合作写孔乙

己死的场景，并且突出手的细节描写；最后为孔乙己写碑文，猜想孔乙己自己如

果要留下碑文会写什么内容。尽管教学内容主要也是理解孔乙己这个人物，但一

连串的丰富活动，将学生引入学习情景，激活了他们参与的热情和生成的欲望。

从多次的课堂实践看，无论是“品手”，还是“写手”，无论是学生们为孔乙己

写碑文，还是孔乙己自己为自己留碑文，生成的特征是非常显著的。

可以说，只有当预设指向生成，课堂才会有生成；同样，当我们强调预设要指向

生成的同时，也必须让生成指向预设。

首先是生成要指向语文课程目标，即指向学生语文素养的培养，体现语文学

科的课程价值。我们有不少课，看起来生成的特征非常鲜明，但因为没有指向课

程目标，那就不是语文教学的生成，而只能是“跑偏”。比如有的老师教学杰克·伦

敦的《热爱生命》，就让他们大谈生命的意义，大谈应该如何热爱生命。这就是

成了“跑偏”的生成。

二是生成要指向课堂教学的目标，体现活动组织的教学价值。我们前面说过，

课堂教学必须有明确的目标，一节课的教学活动就应该围绕这个目标。如果课堂

活动成了随意性的拼凑，教学目标就会形同虚设，而各个具体的教学活动，也就

没有了具体的教学指向。所以教学生成，也必须指向教学目标。一位老师教学琦

君的《春酒》，开头的两个活动：一是让学生听罗大佑的《童年》，一是组织同

学们和作者比童年。姑且不说琦君的《春酒》是不是写童年，即使是，这两个教

学活动有什么教学价值呢？罗大佑的童年，学生的童年，和作者的童年有什么可

比之处呢？教者的意图或许是让学生认识到作者童年生活的艰苦，而自己的童年

多么幸福。恐怕适得其反，学生会认为自己的童年很不幸，而作者的童年很有趣。

不要主观认为，物质丰富的童年就是幸福的，物质贫乏的童年就是不幸的。这样



的联系和对比是牵强的，对课文学习整体目标不会有什么实际作用。

三是生成要指向学习目标，体现教学活动的学习价值。课堂教学中的每一个

学习活动，都应该有学习价值，即让学生都能够有所得，或者是学习知识，或者

是形成积累，或者是培养能力和素养。比如阅读教学，课堂中的每一个学习活动，

都要为文本的阅读服务，都要为学生研读文本服务，都要让学生在这个活动中有

所收获。而我们有些课堂教学活动，虽然呈现出生成教学的特征，但常常远离文

本，远离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更没有让学生在活动中获得语文的积累。比如一

位老师教学《愚公移山》让学生以智叟的身份和愚公对话，对愚公的行为提出质

疑，课堂的生成是丰富的，却没有加深对文本的阅读，没有培养文言文的阅读能

力，到底让学生能够得到什么，是很多人质疑的。

就目前的教学实际而言，我们以为主要的问题不在于生成的缺失，而在于预

设的混乱。从目前课堂教学设计的实际情况看，教学设计普遍存在着比较严重的

问题，从目标预设到过程预设，从活动形式预设到活动效果预设，从单个环节的

预设到整体过程的预设，都存在着比较突出的问题，甚至有些课堂里还存在较多

的错误性预设。在这样的背景下，过于夸大或盲目追求教学生成很可能适得其反。

如果预设的基本问题都不能解决，怎么可能出现比较理想的教学生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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